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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入碳碳叁键

若要达到在分子中引入碳碳叁键，可以选择

用同一个碳原子上连有两个卤素原子或相邻的两

个碳原子各有一个卤素原子的有机物。注意“细

微末节”，更趋严密和完整。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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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引入碳碳双键

在有机物分子中引入一个碳碳双键，可以选

用相应的一卤代烃或一元醇。在一定条件下发生

消去反应得到，其双键的位置与原物质中的卤素

原子或羟基的位置所对应。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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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用四: 根据金属活动性顺序分析反应后滤

液、滤渣成分

当两种或多种金属的盐溶液同时存在时，最

不活泼的金属先从溶液中被置换出来。
当两种或多种金属与一种金属的盐溶液同时

混合时，最活泼的金属先发生置换反应。
例 4 在氯化铜和氯化亚铁的混合溶液中加入

一定质量的镁粉，充分反应后过滤，得到滤渣和滤

液。滤液中一定含有的溶质是 ( 填化学式) ;

向滤渣中滴加稀盐酸，有气泡产生，则滤渣中

一定含有的物质是 ，可能含有的物质是

( 填化学式) 。
解析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三种金属活动

性: Mg ＞ Fe ＞ Cu，镁粉加入混合溶液中先置换铜

再置换铁，所以滤液中一定含有氯化镁; 向滤渣中

滴加稀盐酸，有气泡产生，确定滤渣中一定有铁，

不能确定是否一定有镁剩余。
答案: MgCl2 Cu、Fe Mg
应用五: 结合金属活动性顺序分析金属与酸

反应生成氢气图像

例 5 将等质量的镁和铁分别放入等质量、相同

质量分数的稀盐酸中，生成氢气的质量与反应时间

的关系如图 1 所示，下列说法错误的是( )。

图 1

A． 反应结束 后 镁

一定有剩余

B． 反应消耗盐 酸

的总质量一定相等

C． 0 － t1 时 段，产

生氢气的质量 镁 比 铁

大

D． 0 － t2 时 段，参

加反应的镁的质量与铁相等

解析 如图 1 最终生成氢气的质量相等，则

消耗盐酸的质量相等，而反应中生成氢气的质量

相等时，需要镁的质量少、需要铁的质量多，已知

“等质量的镁和铁”，因此铁可能正好反应，而镁

有剩余，故 A 说法正确; 由题图可知生成氢气的

质量是相等的，则参加反应的盐酸的质量也是相

等的，故 B 说法正确; 由题图可知，0 － t1 时段，产

生氢气的质量曲线镁在铁的上方，即镁的比铁的

多，故 C 说法正确; 0 － t2 时段产生氢气的质量相

等，由反应中生成氢气质量相等时，需要镁的质量

少、需要铁的质量多可知，D 说法错误。
答案: 选 D。 ( 收稿日期: 2016 － 10 － 2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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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要达到在有机物分子内形成两个或两个以

上的碳碳双键，可以选用分子内含两个或两个以

上卤素原子或羟基的有机物，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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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2 CH CH CH2 + 2NaBr + 2H2 O

三、引入羟基

在分子中引入一个羟基，可以选用烯烃与水

加成或者一卤代烃水解等方法。如果烯烃不对

称，羟基优先加在氢较少的碳原子上。例如:

ＲCH CH2 + H2 O →
催化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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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要实现在分子中引入多个羟基，可以选

用相对应的多卤代烃发生水解方法。例如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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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还可以采纳对应的酯水解或对应的醛

还原等方法。
四、引入羧基

在分子中引入羧基，需要选用结构相对应的

醛进行氧化，其产物中羧基的位置和数目与原反

应物中的醛基一致。例如:

2Ｒ CHO + O 2 →
催化剂

2ＲCOO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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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O + O 2 →
催化剂

CH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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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引入卤素原子

若要达到在分子中引入一个卤素原子，需要

用对应的烷烃与卤素加成，含碳碳双键的化合物

与卤化氢加成，结构一致的一元醇与卤化氢发生

取代反应，例如:

CH3 CH3 + Cl 2 →
光

CH3 CH2 Cl + HCl

ＲCH CH2 + HBr→ ＲCH

Br

CH 3

ＲCH2 CH2 + HBr→ Ｒ

OH

CH 2 CH2 + H2 O

Br

若要达到在分子中引入两个卤素原子，可以

采用:

( 1) 含碳碳叁键的有机物与卤化氢加成，此

时卤素原子常连在同一个碳原子上;

( 2) 含碳碳双键的有机物与卤素加成，此时

卤素原子连在相邻的两个碳原子上;

( 3) 二烯烃与卤素按物质的量之比 1 ∶ 1 加

成，此时两个卤素原子优先发生 1，4 加成;

( 4) 结构一致的二元醇与卤化氢反应，此时

卤素原子的位置与原物质中羟基对应。
例如:

ＲCH CH2 + Br2 → ＲCH

Br

CH 2

Br

ＲC CH + 2HBr→帒帒 ＲC

B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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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2 CH CH CH2 + Br2 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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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—CH2—CH2—OH + 2HBr→
Br—CH2—CH2—Br + 2H2O

想要在分子中引入更多的卤素原子，可以采

用对应的多元醇与卤化氢反应，若要在分子中引

入四个卤素原子，也可选用二烯烃或炔烃与卤素

充分加成的方法。用二烯烃作反应物时，它的产

物中卤素原子分别连在不同的碳原子上; 用炔烃

作反应物，其产物中卤素原子连在相邻的两个碳

原子上。
例如:

CH2 CH CH CH2 + 2Br2 →
CH2

Br

CH

Br

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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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

ＲC CH + 2Br2 →帒帒 Ｒ CBr 2 CHBr 2

( 收稿日期: 2016 － 10 － 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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